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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依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

44月月1515日起浙江正式进入汛期日起浙江正式进入汛期

入汛后有哪些特点入汛后有哪些特点？？

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防台形势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防台形势

重点要重点要““防防””哪些风险哪些风险？？有何应对措施有何应对措施？？

一文说清风险与应对一文说清风险与应对↓↓

汛期洪涝台旱灾害情况

1.短时极端降雨（4月至9月，午后至夜间多发）

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冰雹等

极端天气频发，易引发小流域山

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灾害。

2.梅雨集中期（6月至7月）

浙江省洪涝台灾害损失约35%由梅雨引起。梅雨期降

雨集中且时空分布不均，梅雨集中期易引发次生灾害--土

壤含水饱和后，山区滑坡、泥石流风险陡增，平原易现农田

渍涝；干支流水位快速上涨，流域性洪水风险较高。

3.台风活跃期（7月至10月）

浙江省洪涝台灾害损失约60%由台风造成。每年平均

有 3至 5个台风影响浙江省，同时，也需特别警惕登陆闽北

的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台风常伴“风雨潮三碰头”，危害极

大。

4.干旱灾害（伏旱、秋旱、冬春连旱）

梅雨降雨少或不明显，没有

台风强降雨或持续阴雨，晴热高

温持续时间长，易发生干旱。

重点领域风险如何防范？

1.地质灾害安全提示

•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其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

大的特点。

•汛期要及时关注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尽量远离临坡临崖区域和地势

低洼带，勿在危险区域逗留拍照。

•遇到地质灾害时，牢记“滑坡来了向两边跑、泥石流来了向高处跑、崩塌来了快速跑”。

•地质灾害具有持续性，已经撤离到安全地区的群众切勿擅自返回。

2.小流域山洪安全提示

•汛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预警，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

做到随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准备，确保安全。

•汛期勿在河道内露营、钓鱼，暴雨时远离河岸，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

•当有可能受到洪水威胁时，留心观察山洪灾害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

险区。

•山洪流速急、涨水快，警惕水位骤涨，发现河水浑浊、流速加快，立即向高处转移。

•由于洪水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特点，汛期请勿在山谷、河道露营、宿营，建议户

外活动时选择地势较高的开阔地带或专业露营区，确保自身安全。

3.山塘水库河网安全提示

•遵守水库山塘河道设置警示标识，避免意外情况发生，远离危险水域，防止溺水。

•河道行洪区群众应密切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泄洪预警，重点关注泄洪时间、流量及影

响区域，做好防范准备。

•对海塘、堤坝等关键部位进行巡查，及时处理渗漏、裂缝等隐患。

•泄洪期间严禁在河道沿线、桥梁、漫水路段逗留、围观、垂钓或开展生产作业。

•转移过程中，应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有序撤离，保障生命安全。

4.城市内涝与城市安全运行安全提示

•收到暴雨预警后，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险、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

•暴雨期间户外步行要避开窨井盖、广告牌等，避开下穿隧道、桥洞等易涝点，若遇积水

勿强行通过。

•地势低洼区域地下车库入口加装防水挡板，备足沙袋，车辆提前转移至高处。

•远离危旧房屋，积水进屋时立即切断电源，往高处躲避，被困时及时报警求救。

5.海域安全提示

•汛期加强渔船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救生设备、通信导航系统及消防设施，严禁“带病”出海。

•台风预警发布后，渔船立即回港避风或按要求驶入安全水域，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

上岸，禁止冒险出海作业。

•沿海居民与游客远离码头、堤坝、礁石等危险区域，台风期间严禁观潮、赶海。

•台风或风暴潮后，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人工鱼礁、航道设施的位移监测，避免对船只航

行造成安全隐患。

6.交通运输安全提示

•低等级公路、急弯陡坡路段事故多发。一些山区公路和农村道路多急弯陡坡、临水临

崖路段，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翻坠事故。

•汛期降雨频繁，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车辆夜间事故和意外事故风险

增大。

•雨天行车应降低车速，加大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

遇积水路段应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缓行通过。

7.安全生产安全提示

•突出临山、临边等重点地段巡查。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

倒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防次生灾害。

•对易积水区域要增设围堰、疏通管沟、保证排水闸阀正常使用，备好排水机泵、应急防

汛器材。

•时时关注高温及防汛预警信息，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加大巡查力度，做好应急值守工

作。

•紧扣汛期雨季高温特点，组织针对性应急演练，强化员工应急培训，配齐装备物资，确

保在第一时间按照应急预案和程序开展高效处置。

8.旅游安全提示

•山区徒步时远离滚石区，用登山杖探路，避免单独行动。发现山洪征兆时，横向逃离

河道，不可顺流奔跑。

•暴雨期间关闭临山临水高风险景区，设置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值守，游客不得擅自进入

未开发区域。

•游客遇突发暴雨应立即撤离低洼地带，选择混凝土结构建筑避险，尽量不躲藏亭台、

木屋处。

•台风预警发布后，海岛景区暂停轮渡，疏散滞留游客，禁止游客在非游泳区下海，潮汐

异常时封闭沙滩，清理近岸水上娱乐设施，劝阻冒险出海观浪行为。

•民宿、农家乐根据台风、暴雨影响情况视情停业，协助做好游客劝返、避灾安置等工作。

防汛原则：以“防”为主 全民防灾总动员

01预防优先： 获取预警信息，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发布等信息，进入山区关注灾害警示标志、声光电警报等警示。

02演练参与： 汛前开展防汛演练，市民可就近参加村、社区逃生路线模拟演练。

03社会联动： 发现河道堵塞、山体异常，立即拨打属地防办电话或报警电话。

来源：浙江应急管理


